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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革命 

—辛亥革命的浙江模式与湖北模式和江苏模式的比较 

沈航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开始进入中国。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将这些理念融

入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浙江革命党人秉承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原则开展革命活动，由此形成了辛亥革命的浙江模式。除了浙

江模式，还形成了湖北模式与江苏模式。但从革命成果来看，浙江的辛亥革命既彻底推翻了清政府，又促进了浙江经济社会的

恢复与发展，因此，浙江模式优于湖北模式与江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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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鸦片战争后，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随着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国门洞开后，中国的精英们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文

明，并乐于接纳西方文明中能为我所用的元素。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核心的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理论，因其提倡的观

点符合精英们改造中国社会的需要，因此，被资产阶级革命者接受并推崇。理性主义最早是作为一种启蒙哲学出现的。启蒙哲

学的核心内容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意识、反对愚昧落后 的一种哲学思想。其出现最早可追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与德国

宗教改革时期。在中世纪，君权与神权统治着欧洲大陆，上帝与国王的权威至高无上，不许有任何质疑的声音存在。在这种社

会状态下，任何颂扬人性以及人性解放的思想都会被认为是异端思想，人被牢牢地束缚在神权与君权之下。启蒙运动兴起后，

人性开始得到解放，反对封建意识、反对愚昧落后的思想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理性主义提倡在认识事物、改造事物

等方面以人的理智进行判断，取代了先前以上帝评判一切的原则。而理性这个概念不仅出现在一些著作当中，更为重要的是，

理性这个词已经被多数欧洲人挂在嘴边，他们开始用理性的观点审视自己身边的一切事物。理性从本质上来说是与感性、知觉、

情感和欲望相对的能力，凭借这种能力，基本的真理被直观地把握
①
，其特点是人能运用理智判断是非，并以此为基础维护人类

的最大利益。与理性主义思想同时产生的还有人道主义思想。在摆脱中世纪经院哲学与教会思想束缚的过程中，西方的精英提

出了人道主义的主张。与理性主义一样，人道主义反对封建意识、反对宗教的愚昧思想，提倡关怀人、尊重人，是一种高度重

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观念。表现在现实中就是以温情的态度对待一切，甚至是与其敌对的人。这与基督教提倡的 “有人打

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的主张有些类似。法国大革命时期，西方的精英们将人道主义具体阐述为后来我们所熟知

的 “自由”、 “平等”、 “博爱”。但法国大革命前期，资产阶级对王室与贵族过于温情，导致了国王与贵族的叛乱。此后，

法国资产阶级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仅处死了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还在国内制造了长期的革命恐怖，一时间法国

各地断头台林立，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法国大革命从温情到暴力的实践显然有悖于资产阶级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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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辛亥革命的浙江模式 

中国的精英们在引进理性主义思想与人道主义思想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将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

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进行融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辛亥革命的浙江模式。浙江的革命模式既有资产阶级理性的因

素，又闪烁着温情与人道主义的光辉，可以称为理性革命。 

浙江革命党人根据全国革命形势以及浙江革命斗争的特点制定了一条以军事震慑为手段、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为原则的

光复方针。军事震慑体现的是浙江革命党人的一种军事威慑力，主要从精神上摧垮敌人的战斗意志，以不杀伤敌人生命为目的，

最终实现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标。早在浙江革命之前，浙江革命党人就打算以理性的方式对待在浙江的满人。1911 年 11

月 4 日，浙江革命党人就是秉承理性与人道主义的原则开展光复活动的。当夜，革命党人进入杭州城几乎没有受到较大的抵抗。

革命党人与清军有武装接触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四处，分别为城门、巡抚署、军械局与旗营。当革命军行至凤山门时，“有管门之

某营弁，亦系旗人，硬不肯开，亦被杀毙”
②
。除此满人之外，城门附近并未有满人被杀。在巡抚署，虽然革命党人与清军有激

烈的交火，但仅仅死满人一人。旗营之战是革命党人运用军事震慑较为成功的范例。革命党人以优势兵力围困旗营后，随即派

遣使者入营劝降。无果后，革命党人采取向旗营中施放“不开花炮”，震慑满人。满人鉴于革命党人人道，于是派遣佐领贵林出

营谈判。在革命党人理性、人道地对待满人的基础上，满人最终放下武器，杭州旗营和平光复。据吕公望称，旗营之战“被我

军击死二人”
③
。此外“陆军讲武学堂学生余耀祥，于是夜刺死反抗之旗人学生一名”

④
。由上可知，整个杭州光复之役，满人

仅死五人。这对于一场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革命而言，效率是高的，而代价是小的。杭州光复后，浙江革命党人掌

握政权，但满族少壮派人士策划暗杀、投毒事件，妄图推翻新生的革命政权。一时间杭州城内的民众人心惶惶。革命党人理性

应对，采取 “不株连、不滥杀”的措施，只将为首之人处决以为警示，对于查无实据的满人则予以宽大。浙江革命党人采取的

理性措施使满人逐渐认识到，革命党人的革命并不是要 “驱满”，于是满汉矛盾得到化解。 

三、辛亥革命的湖北模式与江苏模式 

全国并不是每个省都能像浙江一样以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的原则开展革命运动的。如在发动辛亥首役之地的武汉，面对清

政府的血腥屠杀政策，湖北革命党人根本不可能以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方针进行革命运动，他们只能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进

行革命，由此形成了辛亥革命的湖北模式。在江苏，由于旧立宪派势力的强大，旧立宪派人采取 “不流血” 的方式，由此形

成了辛亥革命的江苏模式。 

1. 所谓湖北模式，就是枪炮革命，即完全通过暴力的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权的革命方式。在这个过程

中，无论是湖北革命党人还是被清政府派来镇压革命的北洋军，对待敌对方绝无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可言。1911 年 10 月初，

湖广总督瑞徵接到清政府密电称革命党人将于武汉起事，于是加大防范力度，瑞徵下令收缴新军士兵的子弹与机枪炮栓，并宣

布新军各营提前一日过中秋节，宣布中秋节当天全城戒严，严禁士兵外出，有形迹可疑者一律格杀勿论。10 月 9 日，发生了

宝善里爆炸事件，瑞徵于是在城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等三人不幸被捕。10 日凌晨，三位烈士即被瑞

徵杀害。先烈的牺牲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10 月 10 日晚，工程八营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到 11 日夜，除了张彪所部所

占的刘家庙一带尚未被革命军克复，武汉三镇宣告光复。 

武汉三镇的光复其实只是湖北革命党人与清政府进行军事对抗的开端。清政府闻讯后随即调动水陆大军对武汉进攻。清政

府下诏令 “军咨府陆军部迅派陆军两镇，陆续开拔，赴鄂剿匪。一面由海军部加派兵轮，饬萨镇冰督率前进。并饬程允和率长

江水师即日赴援”
⑤
，并令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由陆军大臣荫昌节制调遣。10 月 14 日，清政府再次下诏，对调往武昌的

军队进行调配，由荫昌为第一军军统，统辖陆军第四镇暨混成第三旅、混成第十一协; 由冯国璋为第二军军统，统辖陆军第五

镇暨混成第五协、混成第三十九协; 为巩固北京的防务，特将禁卫军暨陆军第一镇为第三军，由载涛统辖。清军的南下由此揭

开了长达四十余日阳厦之战的序幕。阳厦之战由汉口战役与汉阳战役组成，革命军与清军双方都投入了较多的兵力，双方人员

的死伤与破坏是武昌三镇光复时的数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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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日，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决定肃清盘踞在刘家庙一带的清军。18 日凌晨 3 时，革命军一千三百余人分兵三路向

清军发动攻击，双方互有攻防。经过革命军的轮番进攻，清军开始纷纷撤退，但此后，清军凭借火车车窗对革命军进行射击，

革命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仍然没有将刘家庙车站攻陷。19 日，革命军增加兵力到 2700 人，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战至下午 3 时，

革命军完全占领了刘家庙车站。张彪等人逃往滠口。此后，双方围绕着三道桥展开了几场小规模的战斗，互有输赢。不久，清

军大部南下，前锋已到达滠口。双方围绕着汉口进行了汉口战役。10 月 24 日，混成第三协、第七协、第十一混成协赶到汉口

前线，由萨镇冰指挥的海军舰队也已到达武昌长江江面。26 日，清军展开大举围攻，清舰向革命军阵地猛烈开火，使革命军牺

牲达五百多人
⑥
。革命军被迫后撤至大智门，刘家庙失守。下午 1 时，革命军由第二协与第四协进行反攻，革命军异常英勇，

与清军进行肉搏战，终将刘家庙夺回。 

但刘家庙在清军的强烈炮火下再次陷落，“是役也，毙革命军八百余名，虏二百余，获山炮三十六尊，枪械子弹无算”
⑥
。

刘家庙失守后，革命军被迫退守汉口城区。革命军以街道楼房为掩护，与清军展开巷战。10 月 30 日，第一军军统冯国璋来到

汉口，见战况焦灼不下，便下令焚烧汉口城区以驱逐革命军。清军对于汉口民众异常残暴，“铺户所存洋油，北洋军悉数取出，

沿路用以纵火，全镇火头无数，有出而扑救者，北洋军辄以手枪恫吓之”
⑦
。汉口全城随即陷入火海，“数十处火光照耀如昼，

至天明未熄”
⑧
。上海 《大陆日报》记者、英国人丁格尔当时正在汉口，他亲眼目睹了汉口的大火与汉口民众遭受的痛苦。“火

苗疯狂地蔓延到右边，到左边，又重新汇到中心地带，这些我都尽收眼底。烈焰残酷地撕破这块宽广而不规则的火焰带，不久

又会把它汇合起来。那令人恐惧的火焰好像分成了数段，每一段好像与另一段在进行杀戮和焚烧竞赛，使许多无法逃生的温顺

的人们慢慢死去”。“这座庞大的城市被野蛮地摧毁，变成了一座死城和一个使人流泪的地方”。在讲到清军的暴行时，丁格尔甚

至将清军的暴行与将放火焚烧罗马城的残暴皇帝——尼禄相提并论
⑨
。11 月 1 日夜，汉口被清军完全占领。此战后汉口三分之

二的城区仅剩下一堆被烧焦的废墟，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妇女被虐待和强奸，抢劫和屠杀齐头并进。汉口俨然成为人间地

狱。11 月 27 日，汉阳被北洋军攻陷后，战线就基本稳定。此后，湖北军政府与北洋军达成停战协议，湖北战事告一段落。湖

北模式，是典型的暴力革命模式，以枪炮的暴力行为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同样也开启了民主共和新时代的大门。然而在光复

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双方的军事对抗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既没有丝毫的温情，也缺乏理性的元素，尤其是冯国璋火焚

汉口城，对武汉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使战后武汉的重建困难重重。除了湖北，上海、南京等地也主要是通过枪

炮革命的方式完成光复的。 

2. 江苏模式与湖北模式不同，其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方式是通过非暴力、不流血的 “和”的手段进行的。因当时的省城苏

州光复时 “没有丝毫变动，仅用竹竿挑去了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
⑩
，因此，江苏模式也可称为 “瓦

片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狂潮迅速波及东南各省。11 月初，江苏士绅已经多次开会，决定推举代表向江苏巡抚程德全

请愿独立。11 月 4 日，上海光复后，上海革命党人派遣民军五十余人，由沪专车赴苏。他们先到枫桥新军标营向新军官兵传

达上海光复的消息，得到新军官兵的响应。5 日天明时，新军马队、步队、工程、辎重等队官兵均在臂上系上白布，先后进入

苏州城，把住各处要道，将苏州城控制起来。民军进城后，直接前往江苏巡抚衙门，请程德全宣布光复。程德全当即宣布: “值

此无可如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务必秋毫无犯，勿扰百姓。” “无可如何”正表现了此时程德全的心境，程德全选择了与

革命党人 “和”的态度，答应就任中华民国江苏军政府都督。于是民军将江苏都督印呈上，连放九炮，并将 “中华民国军政

府江苏都督府兴汉安民”旗高悬旗杆之上
○11
。可以说苏州的光复不费一兵一矢。时人有诗歌描述了当时光复的情景: “昔闻站伐

千家哭，今见共和万众欢。编户白旗无定式，空闾红女尽来观。功深保障新开府，谊重贤劳故长官。却有望乡来归客，秋风羁

旅在长安。”
○12
当时苏州的学堂学生在听闻苏州和平光复后都拍手唱歌，学堂都停课三天以示庆贺。苏州城光复后，其下辖的昆

山、吴江等地均以苏州光复为模式和平宣告光复。苏州的光复促成了江苏全省的光复，数日之内，除南京外，江苏各府均宣告

光复。但这种 “瓦片革命”的光复模式并未使江苏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 相反的是，“全省除少数州县政权基本上掌握在革命

党人手里外，多数均完全或基本上由地主绅商、旧官僚把持政权”
⑥
。当时的江苏军政府由程德全任都督，张一麐为民政司长 (由

沈恩孚代理)，由蒋懋熙任警察总监、应德闳任财政司长、江绍烈为司法司长，以上官员均是前清的司道连任。为了装点门面，

表示江苏已经实现了民主共和，因此“大家认为有一个同盟会会员在座较好”
○13
，所以就邀请了同盟会会员张志鹤入都督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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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司属下任职。所以江苏军政府的实权牢牢地掌握在以程德全为代表的旧官僚绅商手中。 

1912 年年初，革命党人( 同盟会) 为夺取由程德全把持的军政大权，委任蒯际唐为沪军都督府特派联络员，又派蒯祖同在

苏州组织中华共和促进会进行活动。程德全表面上对他们非常敬重，委任蒯际唐为筹饷局主任与柳伯英一起主持工作，其实大

权都操纵在其心腹卢鹿苹手中。筹饷局成为新旧势力斗争的场所。随着矛盾的加剧，革命党人开始策划武力驱逐程德全的活动。

江防营调走后，革命党人认为程德全的兵力减少，是驱逐他的大好时机。于是，柳伯英等人便在虎丘冷香阁秘密开会，组织了 “洗

程会”。当时决定军事由柳伯英负责，并举陈其美为江苏都督，陈其美未到前由柳伯英代理。上海同盟会机关部也秘密运送弹药，

以为支援。为筹划起义，他们连日在蒯家开会商议，但事被卢鹿苹得知。卢鹿苹当即向程德全报告。于是，程德全派兵包围蒯

家，蒯氏兄弟不幸被捕。蒯氏兄弟被捕后坚贞不屈，最后被杀害于督练公所。柳伯英因伏在蒯家房顶上三天三夜未被发现，因

此幸免于难。程德全为洗脱杀害革命党人的罪责，伪称蒯氏兄弟等人组织了“洗城会”，谎称他们要洗劫苏州城，因此将他们正

法
○14
。经过程德全的屠杀，江苏革命党势力大多被清除，虽然此时的江苏名义上是民主共和，但从本质上来说，江苏的政权仍旧

是由旧官僚与绅商控制，社会状况与前清无异。 

江苏的 “瓦片革命” 模式虽然是一次不流血的光复运动，对于快速推翻清王朝在江苏的统治具有积极意义，但从其对江

苏社会长远的发展来说，仍存在较大的弊端。尤其在社会稳定方面其弊端日显。由于没有经过政权的重组与旧军队的裁编，江

苏省内各种新旧矛盾持续升级，甚至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苏州城内 “抢劫之风日甚，争斗 之 祸 日 烈，其 甚 者 至 于 开 

枪 对 敌”。1911 年 12 月 29 日晚上 10 点后，原驻扎在臬台衙门的陆师选锋营兵士十余人，在城内巡逻，到旧藩台衙门时，

有标兵出来查问，不知何故，双方发生争执，于是双方互相开枪射击。选锋营有二人受伤，于是一边派人飞奔回营求援，一边

将炮位拖出置于藩台衙门前。西路商团民团闻讯后即来弹压。后经调解，双方队官辨明误会，这才结束了双方的冲突。在光复

后的江苏，像这样新旧军队的冲突不胜枚举，时人有评: “凡前所纪，不过其甚者，至于小风潮几于无日无之。”
○11
江苏的 “瓦

片革命” 模式虽然充满了温情与人道主义的元素，但始终缺乏打破旧制度、重建新制度的理性因素，因此，才会在社会上引起

各种风潮。 

四、结语 

将辛亥浙江模式、湖北模式与江苏模式进行比较可知，江苏革命虽然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但清政府在江苏的汉族官员基

本上都改头换面成为光复元勋，换汤不换药的是，江苏的政权仍旧由旧官僚旧士绅把持，革命党人处于无权的弱势，甚至面临

被屠杀的命运。蒯氏兄弟遇害正说明了这一点。但在使用暴力手段的程度方面，浙江理性革命模式显然要比枪炮革命模式和缓

得多。浙江的革命者更倾向于使用有限的军事震慑手段，而不是无节制的攻伐。这就与湖北革命党人进行的军事暴力不同，湖

北革命党人迫于形势不得不以单纯的军事实力为依托，以消灭清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而与江苏的革命相比较，浙江的革命

进行了军事震慑，运用有限的军事手段推翻了清政府在浙江的统治，对于民主共和的新浙江的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这样的意

义是: 浙江革命党人不仅较为彻底地铲除了清政府在浙江的政权组织，建立起由革命党人掌控的浙江军政府。在建设民主共和

的新浙江的过程中，浙江革命党人仍旧依据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的原则既处理包括满汉民族矛盾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还较

好地解决了浙江省内的财政危机与推进移风易俗运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说，民国初年，浙江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与浙江

的理想革命有着紧密的联系。 

参考文献： 

① 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编译 .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14卷［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② 浙江光复记［N］. 申报，1911 － 11 － 08. 



 

 5 

③ 吕公望 . 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C］/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 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 . 杭

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④ 顾乃斌 . 浙江革命记［C］/ /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 .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⑤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上谕［C］/ /辛亥革命:第 5册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⑥ 章开沅，林增平 . 辛亥革命史:下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⑦ 佚名 . 辛亥九月北军残毁汉口见闻录［C］/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编 .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⑧ 汉口战报［N］. 申报，1912 － 11 － 04. 

⑨ ［英］埃德温·J·丁格尔 . 中国的革命 1911 － 1912［M］. 张建军，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⑩ 钱伟卿 . 谈程德全二三事［C］/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 

○11 郭孝成 . 中国革命纪事本末［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2 胡蕴 . 秋风诗［C］/ /昆山文史:第 10 辑 . 昆山:昆山市委员会文史征集委员会，1991. 

○13 黄炎培 . 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C］/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1 集 .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14 胡觉民 . 关于“洗城会”事件［C］/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 


